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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中飘着濛濛小雨，我伸了个懒
腰，静静地望着窗外的雨发呆。

突然，桌面上的手机发出一连串“嗡
嗡嗡……”振动声，吓了我一跳，打断了
我飘忽的思绪。

屏幕跳出短号“561”字样——四姐
的电话！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

“娥，你上课吗？我又来到你校边
了。”电话那头传来四姐的女高音。

“下雨呢，你怎么过来了？”我有些疑
惑。

“给你摘了些菜过来。”四姐的语气
中带着自豪。

我边听电话，边冒着雨点往外冲，空
气中湿冷的感觉扑面而来，忍不住打了
个喷嚏。

出到校门口，我见四姐打着伞站在
男装摩托车旁边，不停地往校园里张
望。几天不见，她又瘦了，原来合身的小
码衣服，套在她身上空荡荡的，刺眼的白
发在风雨中飞舞，疲惫的眼睛显得空洞
无力，沧桑的脸上布满皱纹，纤瘦的双腿
如竹子。我心似乎给什么刺了一下，隐
隐作痛。

“你的伞呢？傻妹。”四姐责怪着，急
忙将手中的雨伞向我这边移。

“姐夫好点了么？南有帮忙干活
么？”望着她重重的黑眼圈，我担忧地问。

上个月姐夫刚做完心脏夹层手术，
出院在家休养。四姐除了要照顾姐夫
外，姐夫之前的日常活儿四姐也全包了
——凌晨四点多起来准备生鲜产品，然
后开着摩托车把产品送到档主那儿，又
马不停蹄地赶回家忙田间的劳作。

“可以起来走走路了，南也懂事了许
多，在家帮忙，你放心吧。”四姐一边整理
菜，一边回答我，南是她儿子。

“这是刚收获的通菜，这是刚摘下来
的黄瓜，这是隔壁老婶家的豆角。”四姐
一样样地把这些菜从摩托车上的大篮子
拿出来，她的手又大又长，节骨处粗突

起，手掌比我的要大两寸，力道却比我大
几倍。

她像变戏法似的，从袋子里面变出
两只馒头，两只苹果，两只雪梨，两只火
龙果递给我，并唠叨着：“馒头还热着，你
拿回给妹妹吃。这些水果是朋友送给你
姐夫的，我拿了一点给你。你手头这些
菜够你吃两天了，后天我再拿来，你不用
出去买，现在你是困难时期，能省就省。”

我低着头，把夺眶而出的泪水硬逼
了回去，装作若无其事笑道：“好，你种的
菜我都喜欢吃，下次是雨天的话，就不要
来了，淋着感冒呢。”

“下次呀，出更多好品种青菜，我还
准备拿点菜去菜市卖，这些小雨点，奈何
不了我，身体硬朗着呢。”四姐笑着，露出
两排洁白的牙齿。

“我就不进去了，你回去上课吧。我
要赶着回去喂鸡，喂狗。”四姐说完穿上
雨衣，把雨伞留了给我，跨上摩托车，扭
头对我挥挥手：“回去吧。”

伴着“呜呜呜呜……”的摩托车响
声，四姐的背影慢慢融进了雨幕中，我耳
边久久回响起四姐的声音：“父母不在
了，我们姐妹要坚强，要团结，相互扶持，
相互之间多走动，要做得比父母在世时
还好，这样他们才安息啊。”

我撑着伞，感受着手中传来的温热，
摸了摸那两只馒头，想着四姐风里来雨里
去的劳累，想着她瘦瘦的身影，想着她总
是惦记我的生活，想着她有什么好东西总
要与我分享的细心，又因为我，她多了另
一份忙碌，我不但不能为她减轻一些生活
上的负担，反而要她为我操心，愧疚感狠
狠地撞击着我的心灵。

不知不觉中，泪珠合着雨水在我脸
庞悄悄流淌，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
回望四姐远去的背影，想再多看一眼，却
已消失在迷茫的雨雾中，只是她的身影
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高大......雨，下得
更猛了。

姐姐，你让我落泪
我吃过不少地方的粉皮，如广州的

沙河粉，肇庆的肠粉，桂林的米粉，虽然
各地的粉皮都美味与特色兼之，但给我
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沙琅粉皮。

沙琅粉皮是电白特有的一种美
食。从外观上看，沙琅粉皮和在市面
上见到的粉皮差不多，但是制作方法
和口感却完全不同。沙琅粉皮是石
磨粉皮，纯手工制作，制作过程是先
用清水将大米浸透，用石磨磨出米
浆，再倒到铺上纱布的蒸笼，用猛火
蒸，要掌握火候，几分钟后便蒸出一
张白纸状的粉皮。其特点是色白晶
莹，细嫩皮薄，软滑味香，爆炒不易断
碎，不粘结。

沙琅粉皮的吃法多种多样：可
捞，可泡，可炒。

捞粉是最常见又简单的一种吃
法。先将粉皮折叠切成丝条状，然后
用酱油、花生油和捣碎的蒜头搅匀。
酱油要用沙琅老抽，吃起来才爽滑可
口，回味无穷。

泡粉就是汤粉。即用瘦肉汤
泡。可根据个人口味，拌上猪杂或牛
腩，再放点葱花，一碗散发着香气的
汤粉会让你食欲大开。

炒粉是先将锅烘干，然后倒下花
生油，再放粉皮和沙琅酱油，猛火急
炒，起锅前落些葱花。也可以根据个
人喜好用瘦猪肉或牛肉炒。先将肉
炒熟，再倒进粉皮、酱油等，搅匀后再
慢火炒至黄色，最后撒下葱花，即可
上碟食用。

沙琅粉皮虽然是大众小食，但也
登上大雅之堂，高档酒店及酒席常将
沙琅粉皮当作一道地方特色的美食招
待客人，但市民更喜欢在街边小店

吃。粉皮便宜，人人都吃得起，加上味
道好，到了吃饭时间，粉皮店里总是人
头攒动，尤其是冬天，屋外天寒地冻，
一跨进店门，室内一股伴着香味的热
气扑面而来，令你口水直流。不一会
儿，一碗香喷喷、热气腾腾的汤粉捧到
你面前。先喝口热汤热热身子，再用
筷子夹起粉皮塞进嘴里，滑溜溜的粉
皮几乎不怎么嚼就已经下肚了，甚至
连汤水也没留半点。吃完了，摸摸鼻
尖上冒出的汗，那真是一个舒服呀。

记得当年在沙琅读高中，学校门
口斜对面有一家粉皮店，每到中午，
都会从店里传出诱人的炒粉香味。
对于我们这群带着自家干粮当饭吃
的穷学生来说，那种味道的诱惑可想
而知。能够吃上一碟炒粉，是同学们
梦寐以求的。有一次周末，我和一个
要好的同学实在忍不住了，两人凑钱
跑到粉皮店各买了一碟炒粉，找个墙
角边坐着，迫不及待狼吞虎咽。真香
啊，不知不觉一碟炒粉就吃了个精
光，那种情景那种味道至今还难以忘
怀。现在每次路过沙琅，也常常会提
前联系当地的同学，一起到大排档炒
一碟粉皮，外加一碟豆饼角，一盘沙
琅蕹菜，半斤罗坑米酒，大快朵颐，吃
得过瘾，喝得亲切。

沙琅粉皮是沙琅的一张名片，食
客众多。2017 年获得国家质量认证
监督管理中心授予“广东老字号”称
号，并已入选电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
入，当地政府着力打造地方特色品牌
产业，沙琅粉皮将会得到进一步推
广，打响品牌，扩大经营，吸引更多食
客，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干戈护驾卫华邦，不叫元兵妄逞凶。
烈血泉流庄洞岭，忠魂气贯玉虚宫。
平胡紧握文山剑，报国深怀武穆风。
宋代侯封忠烈庙，捐躯卫国建丰功。

荔乡茅坡行有感
■梁郁艺

一
蝉鸣夏月荔初红，妃子殷殷立晚风。
借问骚人何所聚，吟诗泼墨唱酬中。

二
夕阳铺锦映茅坡，几许青山几许河。
愿住溪边看落日，云梯驾就摘偏多。

(注：云梯，摘荔枝的梯子，有了梯子就可摘更多荔枝。)

沙琅粉皮

赞忠烈侯黄十九公诗
■ 黄今史

■ 林汉娥 ■梁少波

柳下戏龙（国画）
■ 郑球

生命交响曲 ■李陶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印象中
父母总有忙不完的活。他们手把
手地教给我们劳动，就是最好的
家教。

父亲常常对我说，热爱劳动
是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父母干
农活时，往往带上我。在父母的
影响下，从小我就喜欢上了劳
动。屋后有个大院子，那是我劳
动的乐土。我常常学着父亲的样
子，在院子里挖些坑，然后漫山遍
野去挖树苗回来栽。那个大院子
里，每年都长着各种各样的树。
在母亲的帮助下，我还种上了花，
一年四季各种花儿次第开放，成
为我家最动人的景象。每逢有客
人来，父母总要领着人家参观一
下我的“承包地”，常常收获一片
赞叹声。记得有位爷爷说：“你小
小年纪，就喜欢劳动，长大了不得
了，肯定能靠劳动致富的。”这句
话我一直记得，也暗下决心长大
了要靠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读初中时，家里三个孩子读
书，经济压力较大。父亲开始养
鸭，每年的暑假，都是我帮父亲到
处放鸭。天刚蒙蒙亮就把鸭赶出
去，然后照看着它们别吃人家的
庄稼，傍晚时再把鸭群赶回家。
从早到晚，很是辛苦。但劳动的
付出总是值得的，开学前鸭正肥，
一般都可以卖个好价钱，足够我
们读书的费用了。两个姐姐也是

劳动的好手，一人放牛，一人喂
猪，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我们三
个孩子，总想多劳动一点，这样父
母的辛苦就可以少点。

在学校寄宿时，每学期都要
交几百斤的柴。我家的传统是自
己的柴自己砍，所以那几年的暑
假，砍柴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
我们把柴砍好后捆成小把小把
的，挑回家晒干码好。看着日益
增高的柴草垛，非常有成就感。
等开学时，父亲用板车拉柴，我们
则在后面推。交柴时，父亲往往
开心地对老师说，那些柴都是孩
子们自己砍的。老师们总要夸几
句，我们听了心里很舒服。

大学毕业后，我们姊妹三人
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大姐做
生意，特别能吃苦，挣了不少的
钱。二姐在一家工厂上班，勤勤
恳恳，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我
则在一家机关单位工作，用辛勤
的劳动实现人生的价值。遇到节
假日时，我们常常回老家，帮父母
下地劳动，那是父母最高兴的时
候。

父母都已年过七旬，仍然坚
持劳动。父亲说，种了一辈子庄
稼，劳动惯了，如果哪天不劳动就
浑身难受。我们有了孩子，都注
重培养孩子爱劳动的习惯。因为
劳动是我们家的家风，得把宝贵
的家风代代相传。

劳动也是家风
■ 赵自力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